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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花莱三个品种的细胞学研究

孔 红 王庆瑞
西北师范大学植物研究所

,

兰州

摘要 本文对黄花菜三个品种进行了细胞学研究
。

三个品种的染色体数目均为22
,

核型 有所

不同
,

核型公式分别为
:
线黄花Z n = Z x = 22 = 12 m + 10 s

m
; 马连黄花 Zn = Z x 二 2 2 = 10 m + 1 0s m

十 Z s t 〔S A T 人 小黄花 Z n 二 Z x ~ 22 二 6 m 十 14 s m 十 Zst
。

核型均属 ZB 型
。

线黄花与马连黄花的核

型接近
。

细胞学研究说明
,

根据植物形态分类划分的黄花菜三个品种是确切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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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花菜H e m er oc al l is cf 介`加 B a r o in 是百合科
,

查草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
,

原产中国
,

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和重要的经济价值
,

花蕾富含蛋 白质
、

糖等多种营养成分
,

经过加工后可

供食用
,

是一种珍贵的干菜
。

程沛霖
、

王庆瑞 仁’ 〕以黄花菜的花蕾
、

花被及叶片等植物 学 特

征及其经济性状为依据
,

筛选出适于甘肃推广的三个优良品种
: 线黄花 H

.

。八 r 翻。
vo

.

石。卜

五u a 路夕人。 a
、

马连黄花 H
· e i t r i n a c v

·

m a l i a ” h u a n 夕h u a
、

小黄花 H
.

e萝才南
a o v

.

劣 à o h u a n 夕-

hu a
,

并对三个品种的生态学特性
、

营养成分
、

产量
、

分布
、

花粉形态等进行 了研 究
。

本文

在此基础上
,

对三个品种的细胞学做了一些工作
,

目的是为三个品种的确立提供细胞学方面

的 资料
。

材料与方法

一
、

材料 三个品种均采 自甘肃省庆阳地区黄花菜研究所品种 资源圃
。

凭证标本存西北

师范大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
。

二
、

方法 将三个品种的植株在室温下水培
,

待新根长出后
,

选取生长正常的根尖
,

用

0
。

00 2M 的8
一

羚基喳琳在室温下预处理 4 小时
,

卡诺 I 固定液中 固 定 4 一24 小 时
,

IN 盐酸

钓 ℃下解离 10 分钟
,

卡宝品红染色 ; 常规压片 〔 2 」
,

冰冻揭盖片
,

自然干燥
,

中性树胶封片
,

显微摄影
。

核型分析按全 国第一次植物染色体学术讨论会建议的标准 〔 “ ]进行
,

核型分 类 按

s t e b b i n s t “ 〕 的分类标准
。

结果与讨论

一
、

结果 染色体数 目及核型见图 1
,

核型模式图见图 2
,

核型分析中的计算及染色体

命名列于表 1
。

由图 1 可知
:
黄花菜三个品种的染色体数目都是 Z n == 22

。

.l 线黄花 :
核勇些公式

: Z n 二 Zx 二 22 二 12 m 十 1s0 m
,

其 中第 2 对
、

5 对
、

6 对
、

多对
、

9 对
、

10 对为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
,

其余各对均为近中部着丝点染色体
。

最长染色体与最短染

色体的比值为 2
.

7 2
。

核型属 ZB型
,

核型不对称系数A .S K % = 62
.

39
。

2
.

马连黄花
:

核型公式
: Z n 二 Z x 二 22 = 10 m + 1 0s m + 2S (t S A T )

,

其中第 1 对 至 第

6 对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
,

第 11 对为近端部着丝点染色体
,

且有随体
,

其余各对均为近 中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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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黄花菜三个品种染色体数目和核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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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黄花菜三个品种染色体核型模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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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黄花菜三个品种染色体的相对长度
、

臂比和类型

T ab l e 1R el at iv el en t gh
, a r

m
r a t i o a n d t y p e o f

忿

e h r o m o s o m e s i n 3 e u l t i v a r s o f H
.

c f t r i” a

品 种

C U l t i V a r s

编号

N o
.

相对长度 (万 )

R e l a t i v e l e n g t h (终 )

臂比

A r
m

L / S

r a t i o

类型

T y P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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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 黄 花

万
.

e i t
r
i n a C V

劣 f a n h“ a 打 g h “ a

1 0

1 1

8
。

9 8 十 4
.

9 4 = 1 1
。

9 2

7
。
6 0 + 6

.

0 1= 1 3
。

6 1

6
。

9 1 + 3
。

1 0二 1 0
。

0 1

6
。

0 4 十 3
.

4 8 = 9
.

5 4

5
。
5 8 + 3

。

5 8 = 9
.

1 6

5
.

4 0 + 3
.

5 6 = 8
.

9 6

5
.

8 3 + 2
.

8 9 = 8
.

7 2

5
.

2 4 十 3
.

2 0 = 8
.

4 4

3
。
8 4 十 2

。

5 6= 6
。

4 0

3
。

7 1+ 2
。

4 3~ 6
。
1 4

3
.

2 7 + 1
.

8 4 ~ 5
.

1 1

1
。

8 2

1
。

2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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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丝点染色体
。

最长染色体与

最短染色体的比值为 2
.

39
。

核

型属 ZB型
。

核型不对 称 系 数

A s
.

K % = 6 4
.

6 9
。

3
。

小黄花 : 核型公式
:

Z n 二 Z x 二 2 2 二 6 m + 1 4s m +

Z s t
,

其 中 第 i 对
、

4 对
、

8

对
·

为中部着丝点染色体
,

第 10

对为近端部着丝点染色体
,

其

余均为近 中部着丝点染色体
,

最长染色体与最短染色体的比

值为2
.

77
。

核型属 ZB 型
,

核型

不对称系数 A .s K % 二 72
.

15
。

二
、

讨论 关于黄花菜的

细胞学研究
,

国内 外 已 有 报

道
,

但有关黄花菜品种的细胞

学研究还是首次
。

我们所做的

黄花菜三个品种的染色体数目

Z n = 2 2
,

这与已报道的黄花菜

种的染色体数目 t , 1 一 致
。

杨

涤清 沐 〕曾报道黄花菜H
·

ic 卜

r f n a B a r o n i 每套染色体的组

成是 1 1 ( n ) = 1 1+ Z j + 4 1 + 4m
,

即 Z n = Z x = 2 2 == 10 m + 12 s m
,

郑师章
、

何敏 仁̀ 〕报道首草 H
.

f o l
v a ( L

.

) L
.

的核型为 K ( Z n )

= 3M + 2 1m + 6 s m + 3T
,

与以

上二者相 比较
,

可见三个品种

的核型显然与前者接近而不 同

于后者
,

体现了三个品种与黄

花菜种紧密的亲缘关系
,

这说

明把三个品种列于黄花菜种下

是正确的
。

三个品种的核型都

属 ZB 型
,

是较对称的 核 型 类

型
,

说明黄花菜在植物系统演

化中处于较原始地位
。

按核型

不对称系数
,

也显示了一定的

对称性
。

小黄花的 A , .k %偏高
,

马 连 黄 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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兔
明其核型较另两个品种的核型稍不对称

。

三个品种都有中部着丝点染色体和近中部着丝点

染色体
,

此外
,

线黄花与马连黄花只有一对染色体不同
,

但其余各对在核型中的排列顺序不

尽相同
; 小黄花与马连黄花各具有一对近端部着丝点染色体

,

不过马连黄花的近端部着丝点

染色体具随体
。

由此可见
,

黄花菜三个品种的染色体核型既有相似之处
,

又各有其特点
,

其

中线黄花 与马连黄花的核型较接近
。

综上所述
,

黄花菜三个品种的细胞学研究结果与形态分

类相吻合
,

进一步证明三个品种的确立是合理的
。

本文蒙山 东中医学院葛传吉副教授审阅并提 出宝贵意 见
,
西 北师范大学植物研 究所彭伯

异同志协助冲洗照 片
,

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!

参 考 文 献

( 1 〕

( 2 〕

f 3 〕

〔 4 J

〔 5 〕

( 6 〕

〔犷节

程沛霖等
,

198 5 :

甘肃黄花菜品种及其快速繁殖法的研究
。

园艺学报
,

1 2 ( 3 )
:

18 1一 1 8 .5

朱 激
,

1 9 8 2 :

植物染色体及染色体技术
。

42 一 83
.

科学出版社
。

李憋学等
.

1 9 85
:

关于植物核型分析的标准化问题
。

武汉植物学研究
,

3 ( 4 )
: 297 一 3 0 2

.

杨涤清
.

1 9 8。 :

黄花菜和紫金置的核型研究简报
.

植物分类学报
.

18 ( 1 )
:

12 6一 128
.

郑师章等
,

1 985
:
几种置草核型的比较研究 植物分类学报

,

2 3 ( 6 )
: 429 一 4 3 1

.

S t e b b i n s ,

G
,

L
. ,

1 9 7 1 :
C h r o

m
o s o

m
a l e v o l u t i o n i n h i g h e r P l a n t s

.

5 8
.

E d w a r d

A r n o l d
,

L o n d o n
.

tS o u t
,

A
.

B
. ,

1 9 3 2 :
C h r o m o s o

m
e n u m b e r s i n H e m盯 o e a l l i s

,

w i t h r e fe er n e e t o

t r i p l o i d y a n d 碑 e o n d a r y P o l y p l o i d
.

C y t o log i a
,

3 ( 3 )
: 2 5 6一 2 59

.

A ST UD Y O N C Y T O L OG Y O F T HRE E C U L T IV A R S O F

H E M E RO C A L L ! 5 C IT R INA B ARQN I ( L IL IAC E AE )

K o n g H o n g a n d W
a n g Q i n g r u i

( I n s t i t u t e o f B o t a n y
.

N o r t h w e s t N o r m a l U n i丫 e r s i t y
,

L a n z h o u )

Ab s t r盆 c t T h e p r e s e n t p a P e r d e a l s w i t h t h e r e s u l t i n e y t o IOg 丫 s t u d y o f 3 e u l t i -

v a r s o f H e 仇 e or e a l l i s c i t r 了目 a B a r o n i
.

T h e e h r o
m o s o

m e n U m be
r s o f 3 e u l t i v a r s a r e a l l

2 2
.

T h e k a r y o t y P e s a r e d i f f e r e n t
.

T h e k a r y o t y P e s f o r m u l a e a r e a s f o l l o w s :

甘
.

e ` t , i n a e v
.

劣 i a n h“ a n夕h“ a ,

Z n 二 Z x 二 2 2 = i Zm + i o s
m

H
.

e
i 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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